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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术教育是建筑学专业整体教学体系中不能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建筑美术教育存在着重技能，轻 

素质的现象，这已不适应新形势下以及未来建筑事业发展的要求。作者结合亲身教学体会对此进行了剖析，并从审美能力、欣赏能力 

和表现能力的培养三个方面探讨了建筑美术教育应当采取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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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过：“建筑虽然是一门技术科 

学，但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科学，而往往又是带有 

或多或少(有时极高度的)艺术性的综合体”。_l 从这 

段话中我们不难体会到离开艺术教育谈学好建筑学 

是不现实的。随着 cAAP(计算机辅助建筑设计)的广 

泛运用，有人认为美术教育在建筑学的教学中已无用 

武之地。其实，计算机不管怎样先进，它本身是不会 

给建筑一个优美的造型样式，合理的空间安排、和谐 

的比例尺度以及温馨的色彩装饰的，而这一切的来源 

都是操纵计算机的人，是建筑师智慧的体现，这之中 

就必定包含着艺术素养，这说明建筑学十分需要美术 

教育。现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建筑学专业不再开设美 

术课 ，那是依托于他们发达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和良好 

艺术环境的熏陶，使学生入学时已具备了较高的艺术 

素养。而在我国从小学到中学的艺术教育还不甚系 

统、不够完善，有些地区在中学就没有美术课了。因 

此，学生入学时普遍地存在艺术素养较低的问题，在 

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学习国外院校也取消美术课显然 

是盲目和不切实际的。由此可见，美术课在我国作为 

建筑学教学的组成部分是不可缺少的，其作用和影响 

不容忽视的。 

建筑院校美术教育的必要性是肯定的，但存在问 

题也是不能回避的。从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学生的学 

习状况来分析，我们认为美术教学不论是指导思想还 

是教学内容和课程的设置都存在着一些偏差。问题 

主要表现为：缺少针对性和缺乏时代性。现在美术课 

程基本上采用的是美术院校的基础教学内容和方法， 

这样既没有针对建筑学的专业特点，也没有针对学生 

的素质情况。从课程的设置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即 

从素描到色彩；从石膏几何体到静物再到风景写生， 

形成了一种“美术技能教学模式”。我认为建筑院校 

美术教学目标应该是：着重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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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使他们形成科学的、高雅的审美观，并且具备一定 

的艺术表现能力。也就是说将以往重技能模式改为 

重素质教育。就象英国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所说： 

“我喜欢勒·柯布西埃给建筑下的定义⋯‘建筑就是处 

理光影下的形式，处理得正当、机智而又雄壮。’我的 

所有朋友也都是这样做的。” 可见建筑的美与丑取 

决于建筑师的艺术素养而不是绘画技巧。所以，提高 

学生艺术素养的美术素质教育才是解决实质性问题 

的有效教学模式。 

素质教育应该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美术教学 

中，理论知识的学习可以提高学生的知识面和艺术品 

位，再通过美术实践将理论知识升华从而实现艺术素 

养的提高。具体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我认为主要应 

由三个部分组成：1．审美知识；2．艺术欣赏；3．美术 

实践。这样把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 

个完整、立体的美术教学体系。 
一

、审美能力的培养。艺术素养的真正提高需要 

以美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为基础。通过美学的学习 

才能给艺术素养以有力的支架，理解美与形式的关 

系，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中发现美的因素，得到美 

的启示，领悟美的真谛。著名的悉尼歌剧院，它那优 

美的造型是举世公认的，而这个造型的创作灵感是来 

自张开的船帆。学习美学的作用就是引导学生进行 

探求，启发学生内心的真、善、美的天性，以及真实的 

情感 ，使学生在设计中流露出一定的文化积淀。否则 

在设计中所表现的只能是材料的罗列和堆砌，形式上 

也只能是东拼西凑，人云亦云，结果往往是不知所云。 

审美能力的培养，理论学习是一个方面，同时还需要 

走出去，走进生活、走进大自然，亲身去感受、去体验。 

所以黑格尔说 ：“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 

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在艺术里不象在哲 

学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形象。所 

以艺术家必须置身于这种材料里，跟它建立亲切的关 

系；他应该看得多，听得多，而且记得多。⋯得到过很 

多的经历，有丰富的生活，然后才能用具体形象把生 

活中真正深刻的东西表现出来。” 3 

二、欣赏能力的培养。艺术欣赏是人类高级的、 

复杂的、特殊的精神活动。开设欣赏课的目的是通过 

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使他们能够较 

快地把握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以及时代的特征；帮助 

学生认识自我，肯定和实现自身价值及其本质力量。 

艺术欣赏是通过“把物态化意象，转形为和创作者心 

灵化意象相重合又相移位的再造性心灵意象，在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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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经受震荡和净化的过程中，回到自然。这一次欣 

赏过程的完成，也是精神上一次飞升和自我超越过程 

的完成。因此，真正的艺术欣赏给人带来新的审美体 

验，审美愉悦、审美快感以至审美迷狂。” 艺术欣赏 

也是一个潜移默化，感受提高再感受再提高的过程。 

另外，开设欣赏课对于美学的学习极有帮助，因为美 

学理论往往比较抽象和深奥，在理论课上有的一时很 

难把握，而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欣赏，有助于学生直观 

地理解这些理论的含义。不论是古代西方的毕达哥 

拉斯学派，还是中国老子、孔子的美学思想，一直到今 

天的分析美学或符号美学等等，都能够在各个时期的 

美术作品中看到相应形式的作品。使学生由感性出 

发来理解理性知识，这有助于他们切实弄懂这些理 

论。由此可见，欣赏能力的培养也是提高艺术素养的 

重要环节。欣赏的过程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只有拥 

有广博的知识，才能够达到专业上的精深。就目前的 

条件而言，欣赏课依然是以美术作品欣赏为主。虽说 

艺术的表现手法门类有别，但彼此其实是相通的。选 

择美术作品，是因其形式内容最易被感知，如：比例、 

节奏、对比、均衡、色彩等因素都集于同一空间，容易 

分析，便于掌握。当然，音乐、戏剧、影视、舞蹈以及诗 

词等内容也要涉及，这些内容可以采取讲座的方式。 

这样艺术欣赏就形成讲课与讲座结合，以点带面的格 

局。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使他们成为 

懂艺术，会欣赏的现代青年。 

三、表现能力的培养。表现能力同样是美术教育 

的重要环节，因为它既培养了学生的表现技能，也是 

理论学习的实践基地，这两个因素在教学中是结合在 
一 起的。所以，美术教学内容不应仅局限在素描、色 

彩这些绘画的基础知识上，要有一定的广泛性，形式 

上有西方的也要有东方的，还应该包括创造能力训 

练。在教学方法上要具有多样性，要借鉴国内外各种 

有益的方法，充实和丰富我们的教学手段，取代和更 

新以往一些陈旧的方法，以形成新的教学特色。以目 

前的条件和课时，根据美术教学目标和建筑院校的具 

体情况，要做到这点就要对美术的课程作全面的统 

筹，调整一些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课时，开设一些新的 

教学内容，从而形成较为全面、完整的美术教学格局。 

所谓调整，第一是各教学内容之间的调整。就是 

将一些相关的单元课程结合起来教学，比如素描、白 

描与平面构成，色彩写生与色彩构成等在教学内容上 

可以渗透，因为它们之间有共同因素。美国佛罗里达 

州立大学美术系教授珀塞，他在素描教学中就是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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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线条、明暗、空间、质感、笔触等诸绘画因素分成单 

元进行教学，让学生逐一的实验，并对大师在绘画上 

如何运用进行分析，来掌握它们在素描中的地位和价 

值。我觉得珀塞教授的这种单元教学方法值得我们 

借鉴，这样既能够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更多的 

美术技法和它们的形式特征，又利于相关课程的结 

合。象色彩的原理讲解及练习，就可以放在色彩构成 

教学中进行，凡此种种。通过穿插教学，既能达到美 

术训练的要求，还可以压缩出一些课时，用于教授其 

他内容，所以单元统筹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二是教学内容自身的调整，主要是在一些学习单元 

里加入创作练习。当然，这种创作有别于美院的创作 

要求，准确地讲应称为：自由创造练习。就是运用所 

学的美术知识，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组织画面， 

前提必须注重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关联，在此前提下让 

学生自由表现，让他们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地在 自我 

的心理空间中进行创造，追求艺术才能的最大发挥。 

德国人在他们的美术教学中采用的一种创作教学方 

法就很有趣，让学生给诗歌配画，给寓言、童话故事或 

感兴趣的文学作品作插图，让学生随意进入规定情 

境，以文史积累和美术知识，根据 自己的感受进行创 

作。我觉得这种有目标有空间的教学方式对我们很 

有启发。以往我们的教学中留给学生的创作空间太 

少，制约了他们个人能力的发展。因此，通过加入“创 

作”训练，以开启他们的潜能，激发的立意、构思、结 

构、形式等方面的主动表现。使他们不仅学会一定的 

表现技法，还能够用好这些表现技巧，把美术学活。 

此外，我认为有必要再开设一些新的教学内容， 

如做手工，拼贴，雕塑等，鼓励大学生学会运用不同的 

材料来制作适合的美术作品。这样的练习可以培养 

学生对材料的敏感性，这种敏感对学习建筑艺术是非 

常有益的，因为建筑艺术与材料是密不可分的。包浩 

斯建校初期就在基础教学课程中专门设有“造型材料 

和质地研究”的教学内容，要求学生在木材、玻璃、织 

物、树皮、金属、皮毛、石料等材料旁描绘它们的视觉 

特征，利用不同的触觉材料即干燥、粗糙、平滑、坚硬、 

沉重等达到不同程度的造型效果。其实，美术教学方 

法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以效果为 目的，运用各种方 

法和手段来实现。如日本就在美术课上教学生扎风 

筝，并组织到大自然中放飞。制作风筝既学习运用了 

美术知识，加强了动手能力，贴近了大自然，还拉近了 

人与人的距离。以这个例子来反观我们的教学，我觉 

得我们确实需要多采用一些活泼的教学方式，来调动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真正提高美术教学质量。 

在此笔者还认为应着意强调美术教学应当中西 

兼顾。美术课中不单是教授西洋美术表现技法，也应 

让学生学习中国传统美术的内容。这既是为了让学 

生能够全面了解艺术的特征，丰富他们的美术专业知 

识，提高学生的表现技能，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通过学 

习中国画，能够切身体会和掌握中国文化的内涵。现 

在确实有许多学生对中国画乃至中国文化的了解还 

不如对西洋美术及文化的了解，常常闹出一些不应有 

的笑话。这就是我为什么刻意强调的理由。所以说， 

美术教学必须有点有面、融汇中西，使之形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才能使学生的艺术素养和表现能力得到全 

面的提高。 

笔者认为，以上三个教学内容基本上含涵了建筑 

学对于美术教学的要求，之中既有对“美”的规律进行 

学习探求的理论知识；又有让学生通过欣赏，具体地 

体会“美”的存在和价值的内容；还可让他们在实践中 

掌握和创造美的形象。通过这样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各种文化的含义(具备审美、 

欣赏能力)，并能够运用视觉艺术方法进行思想交流 

(具备实践、应用能力)。纠正了以往美术教育的偏差 

和不足。当然，在建筑学专业的美术教学改革中，我 

们还应不断总结，努力提高和完善建筑院校的美术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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